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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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果表明
:

接尘组血清 L P O浓度和红细胞 SO D

活性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 ( P <。
.

05
,

P < 0
.

0 1 )
。

三
、

接尘工龄对 L P O
、

S O D的影响 (见表 2 )

结果表明
:

15 年以上接尘工龄组L P O
、

S O D 分

别显著高于对应对照组 ( P < 0
.

01
,

P < 。
.

05 公检验 )
。

三个接尘工龄组 L P O
、

S O D 数据经方差分析 ,

组间有显著差异 ( F = 5
.

2 : P < 。
.

05
,

F = 4
.

90 P <

0
.

05 )
。

巧年以上接尘工龄组 L P O
、

S O D 分别显著高

于两个低工 龄组 ( P < 0
.

0 1
,

P < o
.

05 q检验 )
。

对照

各工龄组数据进行方差分析表明
,

组间无 显 著 差 异

( F = o
.

4 2 P 少 0
.

0 5
,

F =
1

.

s 4 P ) 0
.

0 5 )
。

由于接尘

工龄组与对应对照工龄组年龄构成比差异无显著性
,

从而 消除了由于年龄结构不同而造成对 L P O
、

S O D

的影响
,

提示高工龄水泥生产工人机体内脂质过氧化

反应 明显增强
。

讨 论

脂质过氧化是机体内的基本变性反应之 一
,

是在

畜含多不饱和脂肪酸的细胞原生质膜发生的过氧化过

程
,

是 自由基对机体最主要的损伤
。

体外细胞培养已

证实
,

二氧化硅对肺 巨噬细胞和红细胞膜的脂质过氧

化均有明显影响
。

H B a H帕 a 等观察到实验性矽肺组织

中有过氧化脂质代谢产物丙二醛的蓄积
,
认为是通过

自由基反应使肺组织细胞尤其是肺 巨噬细胞生物膜发

生脂质过氧化的结果
。

S O D 是细胞内抗脂质过氧化

作用的酶性保护系统的主要成份之一 , 由于脂质过械

化增强而导致饥体反馈调节产生过量 S O D
。

以往许多

实验研究证实肺 巨噬细胞的损伤是粉尘所致肺组织少

维化的中心环节 , 张建新等体外实验研究表明
,
水泥

尘可致家兔肺巨噬细胞膜结构损伤
,

并使其存活率降

低
。

本文测试结果表明
,
接尘组 L P O

、

S O D 明显 高

于健康对照组
,
同时高工龄接 尘 组 L P O

、

S O D 分

别显著高于低工龄和对应对照工 龄组
,
揭示长期接触

水泥生产粉尘的工人机体内脂质过社化反 应 明 显 增

强
,

与粉尘所致肺组织纤维化病理过程的形成可能有

密切关系
。

接触云母粉尘退休工人肺通气功能的观察与分析

张忠义
`

林磊光
`

苍恩志
`

唐铁 兵
,

李星航
,

我们对哈尔滨市某厂云母车间退休工人进行了肺

通气功能检查
,

结果如下
。

一
、

现场作业条件调查结果

该车间已有 40 年的生产史
,
主要生产云母板

、

云

母纸和云母盘
。

建厂初期劳动条件差
,
云母制品贴制

全部为手工操作
。

除贴片外
,
尚需将购进的云母原料

剥离成单片
,
在此过程中有大量粉尘产生

。

当时车间

内无任何防尘措施
。

近二十年 , 该车间购进已剥离好

刘兰英
,

吴 炳芹
’

连 伟
’

李勇男
.

梁足杰
,

翟全 义
,

裹 1 历年和本次粉尘浓度测定结果

年份 作 业 样 品数
浓 度范围
(m g /m

3 )
平均浓 度
(m g /m 3 )

的云母片 , 剥片工序遂被取消
,

并增加了负压贴片生

产线
,
原有的手工贴片台旁设置 了槽边通风装置

,

但

在贴片过程中仍有粉尘逸散
。

历年和本次粉尘浓度测

定结果见表 1
。

本次粉尘分散度测定了 3 个样品 , < 5召m 的粒子

占30
.

9一 3 1
.

2%
,

< 1 0 “ m 的粒子占60
.

5 ~ 8 5乡石
。

二
、

肺通气功能洲定结果

被比较的两组工人均为女性
,
均不吸烟

,
工龄均

在 10 年以上
。

平均年龄
、

身高和体重接近 (表 2 ) ,

具有可比性
。

衰 2 接尘组与对照组年龄
、

身高
、

体重比较

1 9 8 1

1 9 8 5

19 8 6

19 8 8

自动贴片

自动贴片

手工贴片

白动贴片

手工贴片

自动贴片

手工贴片

切 盘

1 1
.

3一 1 3

1
_

6~ 8
_

接尘组 ( 9 2例 )

均 数 标准差

寸士只佳组 ( 5 5例 )

均数 标 准差

8 ~ 2

s or l

年龄 (岁 )

身高 (e m )

体重 ( k g )

5 6
.

0 3

1 5 4
.

1 5
.

6 2
.

0 9
.

5 8
.

2 3
.

15 4
.

6 4
.

6 3
_

1 8

1匀8 9

1 99 1 0
.

8 ~ 1 4
.

2

1
_

5~ 6
_

5

1
.

哈尔滨医科大学公共卫 生学院 ( 15 0 0 0 1)

2
.

哈尔滨 市职业病 防治院

3
.

哈尔滨市绝缘材料厂



.口

1 2 2
-

,

l
,
{
,
动工业 区

1

釜杂志 1 9 9 2年第 5卷第 1期

两组工人肺通气功能测定结果见表 3
。

由表 3 可

见 , 在所分析的 8 项肺功能指标中
,
均是接尘组低于

对照 组
,

其中P E F R 阳 V , ,
在两组间雄异 城片

。

这 8

项肺功能指标当用实测值占预计值的百分比 (表 3 括

号内坟位 ) 进行比较时
,
也均为接尘组低于对照组

,

其中P E F R粗 V , : 在两组问 左异显 万
。

表弓 接尘组与对照组肺功能测定结果比较

指 标
组

数

( 9 2侧 )

标 准左 瑟、
照 组 ( 5弓例 )

标准差
亡位 P位一均接

r V C (m l ) 46 9
.

6

( 1 5
.

7 1 )

一卜é0é

;
口内七,走,工

. .1J己
`

r、`.孟r、F E V i (m l ) 8

0 6 )

F E V : 旦石( % )

0 8)

五叼叭F ( L / S ) 0
.

7

( 2 7
.

5 5 )

) 0
.

0 5

> Q
.

05

) 户
.

05

) 0
.

05

) 0
.

汤

) 0
.

0 5

> 0
.

0 5

P E F R ( L / S )

2 36 7
.

3

( 8 5
.

9 8 )

19 C2
.

4

( 8 6
.

7 2 )

8 2
.

8

( 9 0
.

8 8 )

1
.

5 6

( 6 7
.

6 8 )

3 3

( 6 4
.

9 0 ) 2 1
_

13 )

> 9
.

与

< 0
.

05

< 0
.

0 5

. J-J工舀.舀户
-n.门
.
n
、价-八é八.八Jé

<V少>V 7。 ( L / S ) 3
.

Q

( 7 8
.

9 5 )

1
.

1

( 3 1
.

2 0 )

2 4 59
.

5

( 9 1
.

0 6 )

2 0 5 0
.

9

( 9 3
.

82 )

8 3
.

2

( 9 3
.

1 0)

2
.

0 0

( 7 3
.

6 2 )

4
.

2

( 8 3
.

0 7)

3
.

6

( 9 9
.

4 5)

3 8 9
.

5

( 13
.

12 )

3 9 1
.

5

( 15
.

7 7 )

9
.

6

( 1 1
.

19 )

2
.

8

( 2 8
.

6
`

1 )

1 1

( 1 8
.

7 8 )

1
.

2

( 3 0
.

8 7 )

1
.

2 8

Q
.

9 9

1
.

2 0

1
.

3 2

0
.

2 0

0
.

4 2

1
.

2 0

1
.

2 8

4
.

4 0

4
.

1 8

3
.

10

3
.

7 7

V一。 ( L / S ) 2
.

1

( 6 4
.

9 0 )

0
.

9

( 2 8
.

2 4 )

2
.

2

( 7 0
.

8 4)

0 9

( 2 7
.

6 2 )

0
.

6

1
.

3 2

V s s ( L / S ) 0
.

9

( 7 1
.

0 4 )

0
.

4

( 3 0
.

2 4)

0
.

9

( 77
.

13 )

0
.

4

( 3 3
.

4 7 )

0
.

0 0

1
.

2 3

> 0
.

。万

) 户 抓

注
:

括号内数
’

;之为实测值占预计值百分比
。

表 4 尘肺组与对照组 1 2对配对肺功能测定结果比较

指 标 d . S d * t 下住 P 扩L

R咋了ǎ勺
八J月性q

59招程F V C (m l )

F E V : (m l )

F E V 几乡̀ ( % )

五仆 I F ( L / S )

P E F R ( L / S )

(忿 !
.

7 )

1 ]
.

2

( 13
.

9 )

0
.

7

( 2 7
.

3 )

1
.

5

(2 7
.

2 )

1
.

S J

1
.

8 3

2
.

了O

2
.

3 8

0
.

9 7

1
.

1 3

2
.

2 4

2
.

2 3

3
.

1 8

3
.

0 4

V z 。 ( L / S )

竹
。 ( L / S )

( 2 5
.

6 )

0
.

9

V Z , ( L / S )

一 卫艺 二
.

2

( 一 1 3
.

0)

一 3 3 4
.

2

( 一 1 7
.

0 )

一 3
.

1

( 一 嫂
.

5 )

一 0
.

4

( 一 1 7
.

5 )

一 1
.

4

( 一 2 3
.

9 )

~ 1
.

2

(
一 3 2

。

3 )

一 0
.

6

( 一 1 7
.

2 )

一 0
.

2

( 一 ] 5
.

4 )

( 2 1
.

4 )

O
,

4

( 2 7
.

5 )

3 8 3

3
.

9 9

2 5 5

2 一二5

.

2 8

.

9 4

> 0
.

、 二

> 0
.

05

< 0
.

0 5

< 公
、

05

) 0
.

0 5

) 0
.

05

< 〕
. 、

5

< 0
.

0 5

< 0
.

0 1

< 户
.

0 1

< 9
.

0 1

< Q
.

Q I

< 0
.

0 5

< 0
.

与

> 0
.

05

> 0
`

0 5

( { 差位的均敌 ; 只d
:

差 值内数的标 准差 . * 括 号内敖
’

j代为实测位 占孙计位百分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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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毋尘肺组与对照 组配对 (年龄相差 < 5 岁
,

身

高相差 < 4 Cm
,

同性别
,

均不吸烟 )分析结果见
二
友 4

。

由表 4 可见
,
这 8 项肺功能指标均是尘肺组低于对照

组
,

J七
!

}
: 玉

’

E V
: 、

M M F
、

P E F R
、

V , 5
和 V 。 。

五项

指标在两组问差异 显著
。

当用实测值占预计值的百分

比进行统计分析时
,
亦 {洲司样结果

。

三
、

讨 论

云毋粉尘对工 人健康影响的研究
,
既往多侧重于

尘肺
。

云母粉尘可致尘肺己从流行病学调查
、

动物实

验和人体川众材料得到证实
。

但云母粉尘所致肺功能

改变
,
至今未见系统报道

。

本文选择性别
、

吸 烟习惯

相同
,
年龄

、

身高均相近的 92 名云母工人和 55 名健康

对照工人进行了肺通气功能的测定与分析 , 结 果 表

明
,
无论是采用实测值 , 还是采用实测值 占预 计 值

的百分比
,

各项指标均是接尘组低于 对 照 组
,

其 中

P E F R llT V : `两项指标差异显著
,

说明本组云母粉尘

接触工 人的肺通气功能已经受到 一 定程度损害
。

进一

步分析 云叶尘肺患者的肺功能 , 发现其改 变 更 为 明

显 , 与对照组有显著性差异的指标增多 , 又说明云母

尘肺的发展与肺功能改变在程度上具有较 好 的 一 致

性
。

尽管如此
,
从我们所获得的结果似可得出这样的

印象
,
即云母粉尘所致的肺通气功能损害不如文献报

道的石棉尘
、

矽尘或煤矿粉尘严重
。

关于云母粉尘所致肺功能损害的类型
,
仅根据本

研究所选择的几项指标尚难论证
,

仁l据现 有 指 标 分

析
,
反映气道阻塞的五项指标在尘肺纸 已发

’
!几明牡改

变
,
说明阻塞性通气障碍是可以发生在云 母 尘 肺

.
朴

的
。

但由于本研究中的云母尘肺例数偏少
,
关 于 云母

尘肺的肺功能损害程度及类型 , 则有待于进
一
步研究

证实
。

我国规定含游离二氧化硅 1。% 以下的云母粉 尘的

最高容许浓度为 4m g /m气 从该车间历年和木次测定

的粉尘浓度看
,
多数样品超过此值

。

在这 样 的 浓 变

下 , 长期从事该种作业
,
不但可致云母尘肺

,
还 可引

起肺通气功能的损害
。

因此实行切实可行 的 防 尘 措

施
,
进一步降低作业地点的粉尘浓度将是 十 分 必 要

的
。 、

羽毛作业对工人肺功能危害的探讨

山东省济宁卫 生防疫站 ( 2 72 1 4 5) 邹立海 刘家志

济宁第 一人民 医院内科 娇风 强 封 素华

动物羽毛可致肺部损害 , 国内外已有报道
。

本文 R / T 仅计实测值
。

异常者确定
: v C

、

F v c
、

r Ev 。

通过对某 J一 羽毛作业乍问卫生学凋查和工人体检 , 探 M v v (% ) < 75 %
,

F E V 、
/ F V C ( 实 /预 ) < 9 0 9̀

,

讨了羽毛尘所致肺功能改变的特点
。

F E F : ,一 7 、 % 、

F E F , , 一 。 ,
一

: (% )
`

之 7。%
,

R / T )
`

10叮
。

对象与方法 肺功能障碍
:

A V I < 0
.

8为阻塞型 , 。
.

8一 1
.

2 为混 合

观察组为某村办羽绒厂羽毛车间刊名工人
,
尘肺 型 , > 1

.

2为限制型
。

肺气肿诊断依据折行标准
。

s 例
、

o注 7例
、

胸 J卜 ;屯常 1 9例
,
工龄 5 ~ 5 2年

,
平均 结 果

2 8
.

2年
,
对照组为朽 洲邻村农民

,
生活史

、

体力劳动 一
、

生产现场卫生学调查
:

粉尘 浓度 1 9 8魂一 1 , 8 9

程度相似
,
经体检排除各种疾患

,
无接

’

!飞史
。

年采样 8 次
,
平均 1 3

.

om g /m
, 。

降尘中有 机 物 含

采 川上海六肺 11! 能残气仪按常规
一

厅法进行肺功能 量 8 2
.

7%
,
游离 S气O :

含量 7
.

27 % ; 羽毛中有机物

测定
,
尹注lJ定项「l为肺 活最 (V C )

、

用力 JJ浦f ;
,

亏量 ( F V C )
、

9 6
.

7%
,

游离 5 10 : 2
.

2 5% , 小于 5拼m尘粒占 9 3
.

2夕石
。

第一秒肺活徽 ( F E V : 、 、

一秒率 ( F E V :
/ F V C )

、

最大 二
、

胸部 X 线检查
: 8 例尘肺

、

17 例护主要表现

通气量 ( M V V )
、

用力呼气中期流 速 ( F E F
, , 一 7 : % )

、

用 为
:
双肺中下 区 s形阴影

,
密集度多不超过二级

,

部

力呼气末期流速 ( F E F , 5
一 s 价

、

残气占肺总量的百分 分伴粗
、

细网状阴影
,

胸膜改变多见 , 为蓬发心
、

叻

比 (R / T ) , 并计算气速指数 ( A V )I
,

各项指标均为 隔角粘连
、

胸部炎症等 , 部分有局灶性或弥漫性肺飞

B T P S状 态牧值
。

肿
。

用 I R M
一 P C /X T微机对对照组实测值进杯遥步回 三

、

肺功能测定
: U版组各指标均值见表 1

。

观察

归分析
,
计算软件 P O M S一 2

.

00
,

自变量为年龄
、

身 组 各期各指标实 /预百分 比均值见犬 2
。

观察组 异 活

高
、

休爪
、

吸烟指数
。

依据优选方程求算观察组预计 案及肺功能障碍类型见表 3
。

位
,

各项 招标以实测值 /预计值百分 比进行统计分析
,

观察组各项指标 (实 /预% )异常率
`

R厂T 为 1。尸2 .0


